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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影视类型学》

前言

　　随着21世纪的来临，人类社会进入了信息社会与知识经济时代。　　在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里，
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。随着新世纪的来临，在全球化语境下，大众
传播媒介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。加拿大著名传播学家麦克鲁汉早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关于“地
球村”的概念，如今正在变成现实。尤其是影视艺术作为当今世界影响最大的艺术创造和文化传播方
式之一，在跨文化传播中具有最广大的观众群和覆盖面。　　影视艺术是科学技术与艺术创造的结晶
。科学与艺术是人类文明的两大支柱，它们在影视艺术中得到了完美的结合。影视艺术作为现代科学
技术的产物，从诞生到发展都与现代科学技术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，甚至可以说，迄今为止，它们是
惟一产生于现代科学基础之上的姊妹艺术。特别是伴随着国际互联网、数字技术、虚拟现实技术、多
媒体视频技术、交互电视等一系列高新技术的运用，影视艺术更是如虎添翼，大大增强了自己的艺术
魅力和传播能力。与此同时，影视艺术又是建立在现代科学技术基础之上的综合艺术，它不但体现了
现代科技与艺术的综合，而且广泛吸收了文学、戏剧、美术、音乐等各门艺术千百年实践中积累起来
的精华，综合了各门艺术的特点，实现了时间艺术与空间艺术、视觉艺术与听觉艺术、再现艺术与表
现艺术、造型艺术与表演艺术的综合，从而具有了更加强烈的艺术感染力，在我国及世界各国都拥有
数量最大的观众群体，具有最广泛的群众性和巨大的影响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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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《影视类型学》是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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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　　首先，恐怖片暴露了理性世界的局限，使我们不得不面对非理性。理性王国代表着那些可控制、
可预测的秩序井然、明白易懂的领域，而非理性王国则代表了那些构成生活经验的混乱无序、难以言
状、混沌而又不可预测的领域。在恐怖片里，非理性的力量使社会秩序遭到破坏，经典恐怖片的叙事
轨迹是通过对科学和武力的调配使用来重新恢复理性和正常秩序，而现代恐怖片中，非理性的破坏力
量显得难以被压倒。恐怖片里也证实并非所有事情都能够通过理性来解决。在《埃尔姆街的噩梦》中
，女主人公南希做了一个噩梦——梦见她醒来时发现自己正被推向一个更可怕的梦境中：那些梦见克
鲁格的孩子们在睡梦中被他杀死。影片结尾时女主人公南希活了下来，这是因为她不再理性地认为梦
是假的，转而相信一种让梦境与现实互相瓦解的无理性前提，而她的男友不顾她的警告，依然用虚假
的安全感来安慰自己，结果在梦境中死去。影片中的“现实”已经消失，主人公被困扰在一个并不存
在的封闭的非理性系统中。这种不确定的原则从叙事层面延伸到电影形式的各个方面，例如恐怖片混
淆了区分主观和客观表现方式的常规电影符号（照明、焦点、色彩、音乐），使现实与恐怖的梦境之
间的界限也模糊起来，它使无意识和非理性成为现实。　　其次，恐怖片通过暴力的使用，质疑了建
立社会结构所依赖的所谓“自然秩序”。暴力是恐怖片中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，它定位在一种与畸形
怪物有关的语境中。暴力不管是出现在魔鬼的残暴行为中还是出现在人们反抗的行为中，都对恐怖片
的叙事起到了推进作用。恐怖片的产生来自于对所谓自然法则的背离和对我们关于物体、身体、地点
、人物的完整性和可预见性的破坏：暴力打破了现实世界的日常生活，摧毁了我们对正常生活假定性
的设想，死而复生使死亡的概念受到动摇，自我的完整性在人经历了一个彻底的改变过程之后开始瓦
解（《化身博士》）。恐怖片演示了我们生活在一个危机四伏的世界，从而击碎了我们自以为生活在
一个可预见的常规世界的设想。

Page 8



《影视类型学》

精彩短评

1、第十七章、第十八章
2、明显比上一本《类型电影》好出了一截
3、至少歌舞片部分写的不错
4、这是一本很经典的书，而且学者的视野十分开阔，问题分析透彻，建议大家买来读读。
5、似乎注定是个理论逼。
6、课本
7、需要更新了
8、仅限对《闪灵》的介绍。作者原创。尼玛我的借书证是不是夹在里面！！！！！
9、终于看完了⋯⋯
10、类型学左右不过那些，书里也没漏也没有啥独特见解。所谓教材书，如是。
11、算是专业的电影学院老师的水平，和美国写的类型书比就不行了，有很多内容很主观
12、深爱的郝建 哦也 心仪的郝建 哦也
13、运用众多的理论分析类型片的形成机制及其影响。首先清理的是对于类型电影的刻板印象，不是
庸俗的文化产品，也不会由于宣扬的意识形态而造就单向度的人，相反，是一个涵盖了创作者、电影
工业和观众三方的动态关系，其中混杂着多种的价值观，没有统一的意识形态。此外，还尝试理清法
兰克福学派的中国式文化批评的不足。爱情片，西部片，惊悚片，恐怖片，侦探推理片，警匪片，强
盗/黑帮片，动作片，音乐歌舞片另外，对于作者启发很大的国外研究著作当是托马斯沙茨的《好莱坞
类型电影》和《旧好莱坞/新好莱坞》了，这两本书都有中文译本，只是翻译质量大相径庭。
14、郝老师你当年就写这个？？？
15、都不知道该说郝建什么了。确实是有文化的人，而且人也可爱，只是真纠结啊~~~
16、把类型说的很透彻，很实用！
17、粗，入门级
18、小标题题目乱七八糟。
19、郝建，好贱。
20、张彩虹。
21、类型片思考的元问题。但竟然没有科幻片，摔！
22、我靠，我竟然看完了。
23、第一本影视类书籍,开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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